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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心律失常是心肌梗死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且并发心律失常的心肌梗死患者死亡风险明显增高；
仅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这一年当中，中国、美国及欧洲多国连续发表了若干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ＳＴＥＭＩ）治疗指南，且
各指南中均或多或少涉及了ＳＴＥＭＩ伴心律失常的治疗，ＳＴＥＭＩ伴心律失常的管理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姚靖等
学者通过收集２３４３例ＳＴＥＭＩ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了其院内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发生情况、临床特征及影
响因素等，观察指标全面、系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可指导临床ＳＴＥＭＩ伴心律失常预防策略的制定，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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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发生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 （ＳＶＴ）／心室颤动
（ＶＦ）的临床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连续收集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监
护病房收治的ＳＴＥＭＩ患者２３４３例，入院后连续心电监测７２ｈ以上，按照是否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分为ＳＶＴ／ＶＦ组 （ｎ＝
１８３）和无ＳＶＴ／ＶＦ组 （ｎ＝２１６０）。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其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冠状动脉
病变及急诊血运重建情况、院内治疗情况、院内临床事件发生情况及ＴＩＭＩ危险评分，并采用多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筛选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发生ＳＶＴ／ＶＦ的影响因素。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吸烟率、高血压病史阳性率、糖尿病病史
阳性率、脑血管疾病病史阳性率、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阳性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ＰＣＩ）史阳性率、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 （ＣＡＢＧ）史阳性率、发病至入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ＳＶＴ／ＶＦ组患者男性所占比
例、冠心病家族史阳性率、心率、Ｋｉｌｌｉｐ分级Ⅲ～Ⅳ级者所占比例及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者所占比例高于无 ＳＶＴ／ＶＦ
组，收缩压和舒张压低于无ＳＶＴ／ＶＦ组 （Ｐ＜００５）。ＳＶＴ／ＶＦ组患者血红蛋白水平、中性粒细胞分数、肌酸激酶同工
酶水平及估算肾小球滤过率 （ｅＧＦＲ） ＜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者所占比例高于无ＳＶＴ／ＶＦ组 （Ｐ＜００５）；两组
患者肌钙蛋白Ｉ水平、血清 Ｋ＋≤３５ｍｍｏｌ／Ｌ者所占比例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共１４２例完成急诊冠状动脉造影，无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共１１７１例完成急诊冠状动脉造影，其中 ＳＶＴ／ＶＦ
组患者左主干病变发生率高于无ＳＶＴ／ＶＦ组、左回旋支病变发生率低于无ＳＶＴ／ＶＦ组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左前降支、
右冠状动脉病变及血管狭窄７０％以上≥２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前壁梗死发
生率和行急诊ＰＣＩ者所占比例率高于非ＳＶＴ／ＶＦ组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下壁／右室梗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无一例行急诊ＣＡＢＧ。ＳＶＴ／ＶＦ组患者行静脉溶栓者所占比例、利尿剂使用率、血管活性药物
使用率、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ＩＡＢＰ）辅助治疗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者所占比例高于非 ＳＶＴ／ＶＦ组，β受体阻滞剂使
用率低于非 ＳＶＴ／ＶＦ组，β受体阻滞剂开始使用时间晚于非 ＳＶＴ／ＶＦ组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阿司匹林、二磷酸腺苷
（ＡＤＰ）受体抑制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 （ＡＣＥＩ／ＡＲＢ）、硝酸酯类药物使用率及住院
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Ａ组患者心源性休克发生率和院内病死率均高于 Ｂ组 （Ｐ＜００５）。ＳＶＴ／
ＶＦ组患者ＴＩＭＩ危险评分高于非ＳＶＴ／ＶＦ组，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１４分者院内ＳＶＴ／ＶＦ发生率高于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０
～７分者 （Ｐ＜００５）。多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 〔ＯＲ＝３５８，９５％ＣＩ（２３６，
５４４）〕、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 〔ＯＲ＝３３０，９５％ＣＩ（２３６，４６３）〕、行急诊ＰＣＩ〔ＯＲ＝２９２，９５％ＣＩ
（２０５，４１８）〕及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１４分 〔ＯＲ＝５９６，９５％ＣＩ（４０３，８８０）〕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的
危险因素，使用β受体阻滞剂 〔ＯＲ＝０５５，９５％ＣＩ（２０４０，０７６）〕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的保护因素 （Ｐ
＜００５）。结论　院内发生ＳＶＴ／ＶＦ的ＳＴＥＭＩ患者多为男性，入院时心率快、血压低，心肾功能差，心源性休克及死亡
发生风险高。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ＳＶＴ／ＶＦ发生率较低，且心肾功能差、行急诊ＰＣＩ及ＴＩＭＩ危险评分
为８～１４分的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ＳＶＴ／ＶＦ发生率较高，应引起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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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ｔｏ７（Ｐ＜００５）．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ｂｉ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ＬＶＥＦｂｅｌｏｗｏｒｅｑｕａｌ３５％ 〔ＯＲ＝３５８，９５％
ＣＩ（２３６，５４４）〕，ｅＧＦＲｂｅｌｏｗ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 〔ＯＲ＝３３０，９５％ＣＩ（２３６，４６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ＣＩ
〔ＯＲ＝２９２，９５％ＣＩ（２０５，４１８）〕ａｎｄＴＩＭＩｒｉｓｋｓｃｏｒｅａｔ８ｔｏ１４〔ＯＲ＝５９６，９５％ＣＩ（４０３，８８０）〕ｗｅ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ＳＶＴ／Ｖ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ＥＭＩ，ｗｈｉｌｅｕｓａｇｅｏｆｂｅｔａ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ｗ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Ｐ＜００５）．

·２１· ＰＪＣＣＰＶＤ　Ｍａｙ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４　Ｎｏ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ＥＭＩ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ＳＶＴ／Ｖ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ＳＶＴ／Ｖ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ａｓｔｅｒ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ｔ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ｏｒ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Ｂｅｔａ
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ＳＶＴ／ＶＦ，ＳＴＥＭＩ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ＣＩ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ＩＭＩｒｉｓｋｓｃｏｒｅａｔ８ｔｏ１４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ｆ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ＳＶＴ／ＶＦ，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ｏｏｔｃａｕ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Ｉ）是目前导
致患者院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病死率约为

９４％［１］，且合并恶性心律失常是 ＳＴＥＭＩ患者早期死亡
的重要原因［２－３］。随着近年来诊疗技术的发展，ＳＴＥＭＩ
患者病死率有所下降，但合并恶性心律失常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病死率仍较高。ＳＴＥＭＩ可并发多种心律失常，其中
以室性心律失常较多见，包括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ＳＶＴ）和心室颤动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ＶＦ）。临床研究显示，ＳＴＥＭＩ患
者院内ＳＶＴ／ＶＦ发生率为５％ ～１０％，且７０％ ～８０％的
ＳＶＴ／ＶＦ患者会在４８ｈ内发生心源性猝死［４－５］，因此尽

早识别ＳＶＴ／ＶＦ高危人群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对改善
ＳＴＥＭＩ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心内科监护病房收治的 ＳＴＥＭＩ患者的临床资料，
旨在分析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发生ＳＶＴ／ＶＦ的临床特点及其
影响因素，为ＳＴＥＭＩ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连续收集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监护病房收治的

ＳＴＥＭＩ患者２３４３例，入院后连续心电监测７２ｈ以上，
按照是否发生院内 ＳＶＴ／ＶＦ分为 ＳＶＴ／ＶＦ组 （ｎ＝１８３）
和无ＳＶＴ／ＶＦ组 （ｎ＝２１６０）。纳入标准：（１）发病至
入院时间在 ７２ｈ以内； （２）符合美国心脏病学院
（ＡＣＣ）制定的ＳＴＥＭＩ诊断标准［６］；（３）年龄 ＞１８岁。
排除标准：院前发生心搏骤停、进行心肺复苏者。

１２　ＳＶＴ和ＶＦ的诊断标准　ＳＶＴ定义为室性心动过速
发作时间≥３０ｓ，或室性心动过速发作时间 ＜３０ｓ但进
行了电复律。ＶＦ定义为心室不能规律地整体收缩，各
部心肌快而不协调的颤动，心电图或心电监护不可见独

立的ＱＲＳ波群及 Ｔ波，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需要
进行电除颤。

１３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记
录其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冠状动脉病变及急诊

血运重建情况、院内治疗情况、院内临床事件发生情况

及ＴＩＭＩ危险评分。
１３１　一般资料　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冠心病危
险因素 〔包括吸烟、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脑血管

疾病病史、冠心病家族史、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经皮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ＰＣＩ）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ＣＡＢＧ）史〕、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时血压、心率及
心功能情况 （包括 Ｋｉｌｌｉｐ分级和左心室射血分数），其
中左心室射血分数是患者入院后２４ｈ内行超声心动图
检查并采用Ｓｉｍｐｓｏｎ公式计算所得。
１３２　实验室检查指标　包括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
分数、肌酸激酶同工酶、肌钙蛋白Ｉ、血清Ｋ＋、估算肾
小球滤过率 （ｅＧＦＲ）及低密度脂蛋白，其中血红蛋白、
中性粒细胞分数、肌酸激酶同工酶、肌钙蛋白 Ｉ及
ｅＧＦＲ是在患者进入急诊室或心内科监护病房后即刻检
测，血清Ｋ＋和低密度脂蛋白是在患者入院后 ２４ｈ内
检测。

１３３　冠状动脉病变及急诊血运重建　冠状动脉病变
包括冠状动脉病变累及血管及病变部位，急诊血运重建

包括急诊ＰＣＩ和急诊ＣＡＢＧ。
１３４　院内治疗情况　包括静脉溶栓、药物治疗 〔阿

司匹林、二磷酸腺苷 （ＡＤＰ）受体抑制剂、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 （ＡＣＥＩ／
ＡＲＢ）、β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开始使用时间、
钙离子拮抗剂、利尿剂、硝酸酯类药物、血管活性药

物〕、辅助治疗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ＩＡＢＰ）辅助治
疗、持续肾脏替代治疗〕及住院时间。

１３５　院内临床事件　包括心源性休克与院内死亡。
１３６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　采集患者年龄、入院时收缩压、
心率、Ｋｉｌｌｉｐ分级、体质量、前壁心肌梗死情况及发病
至再灌注治疗时间，并参照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标准［７］评估

入院即刻ＴＩＭＩ危险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首先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
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Ｍ （Ｐ２５，Ｐ７５）表示，采用
秩和检验；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 ＳＶＴ／ＶＦ的影响因素分
析采用多因素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吸烟率、
高血压病史阳性率、糖尿病病史阳性率、脑血管疾病病

史阳性率、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阳性率、ＰＣＩ史阳性
率、ＣＡＢＧ史阳性率、发病至入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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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ＳＶＴ／ＶＦ组患者男性所占比
例、冠心病家族史阳性率、心率、Ｋｉｌｌｉｐ分级Ⅲ ～Ⅳ级
者所占比例及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者所占比例高于无
ＳＶＴ／ＶＦ组，收缩压和舒张压低于无 ＳＶＴ／ＶＦ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血
红蛋白水平、中性粒细胞分数、肌酸激酶同工酶水平及

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者所占比例高于无
ＳＶＴ／Ｖ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肌钙蛋白 Ｉ水平、血清 Ｋ＋≤３５ｍｍｏｌ／Ｌ者所占比例及
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冠状动脉病变及急诊血运重建情况比较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共１４２例完成急诊冠状动脉造影，无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共１１７１例完成急诊冠状动脉造影，其
中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左主干病变发生率高于无 ＳＶＴ／ＶＦ
组、左回旋支病变发生率低于无 ＳＶＴ／ＶＦ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左前降支、右冠状动
脉病变及血管狭窄７０％以上≥２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前壁梗死和行
急诊ＰＣＩ者所占比例高于非 ＳＶＴ／ＶＦ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下壁／右室梗死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两组无一
例患者行急诊ＣＡＢＧ。

２４　两组患者院内治疗情况比较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行静
脉溶栓者所占比例、利尿剂使用率、血管活性药物使用

率、行ＩＡＢＰ辅助治疗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者所占比例
高于非 ＳＶＴ／ＶＦ组，β受体阻滞剂使用率低于非 ＳＶＴ／
ＶＦ组，β受体阻滞剂开始使用时间晚于非 ＳＶＴ／ＶＦ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阿司匹林、
ＡＤＰ受体抑制剂、ＡＣＥＩ／ＡＲＢ、硝酸酯类药物使用率及
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见表４）。
２５　两组患者院内临床事件比较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心源
性休克发生率为 ３５６％，院内病死率为 ２３５％；无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心源性休克发生率为５２％，院内病死
率为６８％。ＳＶＴ／ＶＦ组患者心源性休克发生率和院内
病死率均高于无ＳＶＴ／Ｖ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值
分别为６４７３５、２１６１８２，Ｐ＜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比较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 ９（７，１０）分，无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７（６，９）分，ＳＶＴ／ＶＦ组患者ＴＩＭＩ危
险评分高于非ＳＶＴ／Ｖ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
２４３２，Ｐ＝００１５）；以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 ８分为临界值，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１４分者院内 ＳＶＴ／ＶＦ发生率高于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 ０～７分者 〔２８８％ （４４／１５３）比
６３％ （１３９／２１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９７５４，Ｐ＜０００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ｘ±ｓ，岁）
男性
〔ｎ（％）〕

吸烟
〔ｎ（％）〕

高血压病史
〔ｎ（％）〕

糖尿病病史
〔ｎ（％）〕

脑血管
疾病病史
〔ｎ（％）〕

冠心病
家族史
〔ｎ（％）〕

陈旧性心肌
梗死病史
〔ｎ（％）〕

ＳＶＴ／ＶＦ组 　１８３ ５９２±１１４ １５８（８６３） １２１（６６１） ９７（５３０） ５７（３１１） １４（７７） ４（２２） ２４（１３１）
无ＳＶＴ／ＶＦ组 　２１６０ ５７８±１２２ １６３３（７５６） １３３０（６１６） １１６２（５３８） ５８０（２６９） １８１（８４） １６（０７） ２２７（１０５）
检验统计量值 －１６４５ａ １０８００ｂ １４７９ｂ ００４２ｂ １５７３ｂ ０１１８ｂ ４１６３ｂ １１９７ｂ

Ｐ值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４ ０８３７ ０２１０ ０７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２７４

组别
ＰＣＩ史
〔ｎ（％）〕

ＣＡＢＧ史
〔ｎ（％）〕

发病至
入院时间

〔Ｍ（Ｐ２５，Ｐ７５），ｈ〕

收缩压
（ｘ±ｓ，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ｘ±ｓ，
ｍｍＨｇ）

心率
（ｘ±ｓ，
次／ｍｉｎ）

Ｋｉｌｌｉｐ分级
Ⅲ～Ⅳ级
〔ｎ（％）〕

左心室射血
分数≤３５％
〔ｎ（％）〕

ＳＶＴ／ＶＦ组 ２１（１１５） ２（１１） ５（３，８） １０４±２５ ６６±１８ ８７０±２０５ ９６（５２５） ３３（１８０）
无ＳＶＴ／ＶＦ组 ２２５（１０４） １６（０７） ６（３，１０） １２０±３４ ７３±１４ ７７０±１５９ ２６５（１２３） １２５（５８）
检验统计量值 ０２０１ｂ ０２７４ｂ －０７２２ｃ ５９２７ａ ６３４６ａ －８０１５ａ ２０９０８０ｂ ４０２２９ｂ

Ｐ值 ０６５４ ０６００ ０４７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ＳＶＴ＝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ＶＦ＝心室颤动，ＰＣＩ＝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ＣＡＢＧ＝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ａ为ｔ值，ｂ为χ２值，ｃ为Ｚ值

表２　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血红蛋白

〔Ｍ（Ｐ２５，Ｐ７５），
ｇ／Ｌ〕

中性粒
细胞分数

〔Ｍ（Ｐ２５，Ｐ７５），％〕

肌酸激酶同工酶
〔Ｍ（Ｐ２５，Ｐ７５），

Ｕ／Ｌ〕

肌钙蛋白Ｉ
〔Ｍ（Ｐ２５，Ｐ７５），
ｎｇ／ｍｌ〕

血清Ｋ＋
≤３５ｍｍｏｌ／Ｌ
〔ｎ（％）〕

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
〔ｎ（％）〕

低密度脂蛋白
〔Ｍ（Ｐ２５，Ｐ７５），
ｍｍｏｌ／Ｌ〕

ＳＶＴ／ＶＦ组 　１８３ １４３（１３０，１５６） ８４（７５，８９） １５３（２３，３６３） ７７（０６，９３９） ２１（１１５） ５８（３１７） ２７（２０，３６）
无ＳＶＴ／ＶＦ组　２１６０ １３８（１２５，１４９） ７７（６７，８５） ２３（１３，８２） ９２（０８，４８７） ２２０（１０２） ２６６（１２３） ２７（２２，３３）
Ｚ（χ２）值 －３７８３ －６４３８ －００５９ －０５２９ ０３０４ａ ５３１７０ａ －０２６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９７ ０５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８９

　　注：ｅＧＦＲ＝估算肾小球滤过率；ａ为χ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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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冠状动脉病变及急诊血运重建情况比较 〔ｎ（％）〕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冠状动脉病变（ｎ＝１３１３）ａ

左主干　　　左前降支　 　左回旋支　　右冠状动脉　血管狭窄７０％
以上≥２支

　 梗死部位

前壁　　　下壁／右室 急诊ＰＣＩ

ＳＶＴ／ＶＦ组 　１８３ 　 ８（５６）　 ８０（５６３） １０（７０） ６０（４２３） ７８（５４９） １０５（５７４） ８１（４４３） １４２（７７６）

无ＳＶＴ／ＶＦ组 　２１６０ １４（１２） ５８８（５０２） １６４（１４０） ４６５（３９７） ５５３（４７２） ９６９（４４９） ９００（４１７） １１７１（５４２）

χ２值 ８１６５ １９０１ ５３４１ ０３４２ ５４３７ ２３７９ ０００９ ３７４４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２１ ０５５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１ ０４９４ ＜０００１

　　注：ａ为完成急诊冠状动脉造影患者例数，其中ＳＶＴ／ＶＦ组为１４２例，无ＳＶＴ／ＶＦ组为１１７１例

表４　两组患者院内治疗情况比较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静脉溶栓
〔ｎ（％）〕

阿司匹林
〔ｎ（％）〕

ＡＤＰ受体抑制剂
〔ｎ（％）〕

ＡＣＥＩ／ＡＲＢ
〔ｎ（％）〕

β受体阻滞剂
〔ｎ（％）〕

β受体阻滞剂
开始使用时间
〔Ｍ（Ｐ２５，Ｐ７５），ｄ〕

ＳＶＴ／ＶＦ组 　１８３ ２３（１２６） １７９（９７８） １７９（９７８） １０６（５７９） １２２（６６７） ３（２，６）

无ＳＶＴ／ＶＦ组 　２１６０ １６４（７６） ２１２３（９８３） ２０９１（９６８） １３４８（６２４） １６９３（７８４） １（１，３）

χ２（Ｚ）值 ５６８７ ０２１９ ０５６９ １４４１ １３２５９ －８２８ａ

Ｐ值 ００１７ ０６４０ ０４５１ ０２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组别
钙离子拮抗剂
〔ｎ（％）〕

利尿剂
〔ｎ（％）〕

硝酸酯类药物
〔ｎ（％）〕

血管活性药物
〔ｎ（％）〕

ＩＡＢＰ辅助治疗
〔ｎ（％）〕

持续肾脏替代治疗
〔ｎ（％）〕

住院时间
〔Ｍ（Ｐ２５，Ｐ７５），ｄ〕

ＳＶＴ／ＶＦ组 ９（４９） ８７（４７５） １０２（５６０） ７６（４２０） １３２（７２５） ７（３９） ９（６，１３）

无ＳＶＴ／ＶＦ组 ２００（９３） ３３２（１５４） １３４７（６２７） １７７（８２） ４５０（２１０） ９（０４） ７（６，１１）

χ２（Ｚ）值 ３９５４ １１８１２６ ３１７０ １９６６１０ ２３７１８８ ２９１６２ －３４９６ａ

Ｐ值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６０

　　注：ＡＤＰ＝二磷酸腺苷，ＡＣＥＩ／ＡＲ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ＩＡＢＰ＝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ａ为Ｚ值

２７　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 ＳＶＴ／ＶＦ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院内ＳＶＴ／ＶＦ作为因变量，将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
指标、冠状动脉病变及急诊血运重建情况、院内治疗情

况中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及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作为自变量
（变量赋值见表５）纳入多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ｅＧＦＲ＜６０ｍｌ·
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行急诊 ＰＣＩ及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
８～１４分是 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 ＳＶＴ／ＶＦ的危险因素，
使用β受体阻滞剂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的保
护因素 （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 ＳＶＴ／ＶＦ影响因素的多因素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６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ｂｉ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ＳＶＴ／Ｖ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ＥＭＩ

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９５％ＣＩ）
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 １２８ ０２１３ ３５８０４ ＜０００１ ３５８（２３６，５４４）
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 １１９ ０１７２ ４８４６７ ＜０００１ ３３０（２３６，４６３）

急诊ＰＣＩ １０７ １０７３ ３４５９９ ＜０００１ ２９２（２０５，４１８）
β受体阻滞剂 －０６０ －０５９５ １２９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５５（０４０，０７６）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１４分 １７８ ０１９９ ８０４４４ ＜０００１ ５９６（４０３，８８０）

　　注：因自变量较多，未将无影响变量的多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结果列出

表５　变量赋值

Ｔａｂｌｅ５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变量 赋值

院内ＳＶＴ／ＶＦ 未发生＝０，发生＝１
性别 女性＝０，男性＝１

冠心病家族史 无＝０，有＝１
收缩压 连续变量

舒张压 连续变量

心率 连续变量

Ｋｉｌｌｉｐ分级Ⅲ～Ⅳ级 否＝０，是＝１
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 否＝０，是＝１

血红蛋白 连续变量

中性粒细胞分数 连续变量

肌酸激酶同工酶 连续变量

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１７３ｍ２）－１ 否＝０，是＝１
病变累及左主干 否＝０，是＝１
病变累及左回旋支 否＝０，是＝１

血管狭窄７０％以上≥２支 否＝０，是＝１
前壁梗死 否＝０，是＝１
急诊ＰＣＩ 未进行＝０，进行＝１
静脉溶栓 未进行＝０，进行＝１

β受体阻滞剂 未使用＝０，使用＝１
钙离子拮抗剂 未使用＝０，使用＝１
利尿剂 未使用＝０，使用＝１

血管活性药物 未使用＝０，使用＝１
ＩＡＢＰ辅助治疗 未进行＝０，进行＝１
持续肾脏替代治疗 未进行＝０，进行＝１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１４分 否＝０，是＝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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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ＳＴＥＭＩ是心血管急危重症。尽管心肌梗死治疗技术

不断发展，但心肌梗死后发生ＳＶＴ／ＶＦ仍是患者死亡的
重要原因。流行病学资料显示，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 ＳＶＴ／
ＶＦ发生率为５％ ～１０％［３］，本研究结果 （７８％）与之
相符。虽然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进入急诊 ＰＣＩ时代，但
本研究结果显示仅有 ５５９％的患者行急诊 ＰＣＩ，且
ＳＶＴ／ＶＦ组患者行急诊 ＰＣＩ者所占比例和院内病死率均
高于无ＳＶＴ／ＶＦ组，推测院内发生 ＳＶＴ／ＶＦ可能是导致
患者死亡风险升高的原因，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高度

重视。

既往研究指出，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 ＳＶＴ／ＶＦ是由多因
素共同作用所致。本研究通过分析 ＳＴＥＭＩ院内发生
ＳＶＴ／ＶＦ患者的临床特点发现，院内 ＳＶＴ／ＶＦ多发于男
性ＳＴＥＭＩ患者，且患者入院时生命体征不稳定 （心率

快、血压低）、心功能差、肾功能不全、病情危重。分

析原因可能为入院时患者除因心功能不全导致心率代偿

性增快外，疼痛与紧张所致的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同样会

导致心率增快，易诱发 ＳＶＴ／ＶＦ［８］。ＳＶＴ／ＶＦ发生后心
脏不能正常射血，严重影响心、肾等器官和周围组织的

血流灌注，导致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本研究进一步分

析冠状动脉病变情况发现，ＳＴＥＭＩ院内发生 ＳＶＴ／ＶＦ患
者病变多累及左主干，且多为前壁梗死。既往有研究证

实，ＳＶＴ／ＶＦ的发生与心肌梗死面积及 ＬＶＥＦ有
关［３，９－１０］，且院内发生 ＳＶＴ／ＶＦ的患者心源性休克及院
内死亡风险明显升高，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本研究结

果显示，ＳＶＴ／ＶＦ组患者行静脉溶栓者所占比例、利尿
剂使用率、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行 ＩＡＢＰ辅助治疗及
持续肾脏替代治疗者所占比例高于非 ＳＶＴ／ＶＦ组，提示
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的患者病情更加危重，与其他研究结
果相一致［１１－１２］，但即便及时进行有效的血运重建结合

ＩＡＢＰ辅助治疗及持续肾脏替代治疗，ＳＶＴ／ＶＦ患者预后
仍不容乐观。

为了筛选院内发生ＳＶＴ／ＶＦ的高危ＳＴＥＭＩ患者，本
研究采用多因素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
果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行急诊ＰＣＩ及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１４分
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的危险因素，使用β受
体阻滞剂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的保护因素。

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提示患者存在左心室功能减
退现象，而左心室功能减退患者心肌血流灌注受限、电

机械同步性降低，可能会诱导 ＳＶＴ／ＶＦ的发生。有研究
显示，急性心肌梗死后肌酐清除率升高与肾前性灌注不

足有关，ｅＧＦＲ是评价急性肾损伤的临床指标，急性肾
损伤可能导致包括 ＳＶＴ／ＶＦ在内的院内不良事件的

发生。

目前以急诊ＰＣＩ为主的早期再灌注治疗仍是 ＳＴＥＭＩ
的主要治疗方法，且大量文献证实，血运重建是有效降

低ＳＴＥＭＩ患者近期病死率及改善患者长期预后的有效
措施［１３－１４］。与未发生 ＳＶＴ／ＶＴ的患者相比，完成急诊
ＰＣＩ前发生ＳＶＴ／ＶＴ的患者病死率增加２倍，完成急诊
ＰＣＩ后发生ＳＶＴ／ＶＴ的患者病死率增加５倍［３，９－１０］，提示

急诊ＰＣＩ术后发生ＳＶＴ／ＶＦ的患者死亡风险更高，分析
原因可能与行急诊ＰＣＩ后患者心功能较差、血流动力学
不稳定有关。结合 ＡＣＣ／美国心脏协会 （ＡＨＡ）及欧洲
心脏病学会 （ＥＳＣ）制定的指南，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
定患者，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应尽快行以急诊ＰＣＩ为主的
血运重建［６，１５－１６］，且急诊ＰＣＩ的时间窗可以相应放宽。
２０１２年 ＥＳＣ及 ２０１３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

ＡＣＣＦ／ＡＨＡ发布的 ＳＴＥＭＩ指南指出，危险评分有利于
判断患者临床预后、进行危险分层及选择最佳治疗方

案，故应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危险评分［６，１５］。ＴＩＭＩ
危险评分是以临床资料为主要内容的危险评分模型，能

有效预测ＳＴＥＭＩ患者和接受介入治疗患者的短期病死
率［７，１７］。Ｍｏｒｒｏｗ等［１７］研究发现，ＳＴＥＭＩ患者 ＴＩＭＩ危险
评分与其近期病死率呈正相关，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分的
患者属于高危患者，且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分的患者短
期病死率是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０分患者的４０倍。本研究
结果显示，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８～１４分者院内ＳＶＴ／ＶＦ发
生率高于 ＴＩＭＩ危险评分为０～７分者，提示 ＴＩＭＩ危险
评分高的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 ＳＶＴ／ＶＦ发生率高 ＴＩＭＩ危险
评分包含Ｋｉｌｌｉｐ分级、前壁心肌梗死及发病至再灌注时
间，且既往研究显示 Ｋｉｌｌｉｐ分级、前壁心肌梗死及发病
至再灌注时间与ＳＶＴ／ＶＦ的发生有关。
２００５年进行的 ＣＯＭＭＩＴ试验结果提示，心肌梗死

患者早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可有效降低ＶＦ及再梗死发
生率。自２００７年起，ＡＨＡ发布的 ＳＴＥＭＩ和 ＮＳＴ－ＡＣＳ
指南指出，在无禁忌证情况下应及早应用 β受体阻滞
剂［１８－１９］。大量研究结果证实，使用 β受体阻滞剂者心
血管病死率明显降低，且在用药１２～２４ｈ内即开始见
效，提示早期使用 β受体阻滞剂可降低患者短期病死
率［２０－２１］。本研究结果显示，ＳＶＴ／ＶＦ组患者β受体阻滞
剂使用率低于非ＳＶＴ／ＶＦ组，β受体阻滞剂开始使用时
间晚于非ＳＶＴ／ＶＦ组，且多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使用 β受体阻滞剂是 ＳＴＥＭＩ患者院内发生
ＳＶＴ／ＶＦ的保护因素。分析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由于未发生ＳＶＴ／ＶＦ的患者病情相对稳定，心功能
较好，可耐受早期使用 β受体阻滞剂；另一方面与 β
受体阻滞剂可抑制交感神经及控制心率、心律有关。β
受体阻滞剂的关键作用是阻滞 β受体，保护性降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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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神经张力，降低血浆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增加心脏迷

走神经兴奋性，从而抑制ＳＶＴ／ＶＦ的发生。
综上所述，院内发生ＳＶＴ／ＶＦ的ＳＴＥＭＩ患者多为男

性，入院时心率快、血压低，心肾功能较差，心源性休

克及死亡发生风险高。左心室射血分数≤３５％、ｅＧＦＲ
＜６０ｍｌ·ｍｉｎ－１· （１７３ｍ２）－１、行急诊ＰＣＩ及ＴＩＭＩ评
分为８～１４分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的危险因
素，使用β受体阻滞剂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发生院内ＳＶＴ／ＶＦ
的保护因素。但本研究为回顾性、单中心、非随机抽样

研究，故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

此外，本研究未能收集患者住院期间病情变化资料，未

对院内ＳＶＴ／ＶＦ的发生进行动态评估。
作者贡献：姚靖进行实验设计与实施、资料收集整

理、撰写论文、成文并对文章负责；曹佳宁进行实验实

施、评估、资料收集；刘文娴进行质量控制及审校。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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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瑞舒伐他汀钙片对早发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炎性反应及心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早发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９７例，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对照组４８例与观察组４９例。对照组患者予以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观察组患者予以瑞舒伐他汀钙片治疗，两
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６个月。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血脂指标 〔三酰甘油 （ＴＧ）、总胆固醇 （ＴＣ）、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炎性因子 〔超敏 Ｃ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白介素１８（ＩＬ
１８）〕水平、心功能指标 〔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血管内皮舒张功能 （ＦＭＤ）〕及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ｕ＝０３５５，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ＴＧ、ＴＣ、ＬＤＬＣ、ＨＤＬＣ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Ｔ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ＴＣ、ＬＤＬＣ水平低于对照组，ＨＤＬＣ水平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ｈｓＣＲＰ水平、ＩＬ１８水平、
ＬＶＥＦ、ＦＭ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ｈｓＣＲＰ、ＩＬ１８水平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治
疗后两组患者ＬＶＥＦ、ＦＭ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瑞舒伐他汀钙片与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早发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疗效相当，瑞舒伐
他汀钙片可更有效地改善患者血脂指标及心功能，且抗炎效果较好。

　　 【关键词】　心肌梗死；冠心病；瑞舒伐他汀钙片；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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